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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廿变迁三重门 青春芳华盛绽放
在湖南农业大学，相隔不到千米的距离，

矗立着三个不同时代的校门，浓缩了中华民族
经历任人宰割、饱受欺凌到“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的百年沧桑巨变——在风雨如晦
的旧中国诞生的“修业学堂”，带着民族复兴和
农业振兴的理想，走向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
校名的“湖南农学院”，带着数万师生的光荣与
梦想，走向“湖南农业大学”，肩负着新时代强
农兴农使命，走向更加广阔辉煌的未来。

20 世纪伊始，中华民族正是万方多难之
时。1903 年，辛亥革命元老周震鳞发起创建
修业学堂，作为革命聚义之所，开启了湘农筚
路蓝缕、奋发图强的建设征程。修业办学半个
世纪，艰苦卓绝，叫化磨血，矢志兴农，耕读
一体，开湖南水稻改良之先河，奠湖湘茶科研
究之肇基，服务郊村改进与战后重建，始终与
民族独立、实业救国交相呼应。省立农专诞生
于抗战烽烟之中，历经磨难而不坠青云之志，

于暗夜中高擎起知识圣火，焚膏继晷、弦歌不
辍，乃与省立工、商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克强学
院，后并入湖南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立修业农林专科学校
与湖南大学农业学院合并组建成立湖南农学院，
广揽英才，群贤毕至，期“培养大批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农业建设人才”“建立一个新型的、正规
的农学院”。

20世纪 90年代升格为湖南农业大学，进

入“2011计划”，勇承国运坚毅担当，服务国
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挺起农业教育半壁中南。
更喜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湖南农业大学党委始
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承载起“农业强国”梦想，迸发高质
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入选湖南省国内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 （A类），迈向“质量卓越、优势突
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农业大学的步伐更加
豪迈矫健。

躬耕育才双甲子 强农报国向未来
——写在湖南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

百廿湘农，励教弘农；进德修业，弦诵不绝。
诞生于20世纪初、滋养于湖湘大地的湖南农业大学历史悠久，溯其源流，宛如潇湘之水，一支为“修业学堂”，另一支为“湖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两支汇于一脉。
百余年办学历程，一代又一代农大人锲而不舍地追求、思索、实践。秉承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优良的办学传统，湖南农业大学的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

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学校现已发展成为以农学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协同发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
百年沧桑中，农大人前仆后继、与时俱进，不仅谱就了昨天的厚重、今日的辉煌，也孕育了明天的希望！

120年来，湖南农业大学栉风沐雨，励精图
治，薪火相传，由小及大、由弱及强的成长历程
折射出学校心怀社稷、解民之艰、吃苦耐劳、探
索不止的精神面貌。

以农为本 为时养器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百廿风华，春风化雨。学校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推进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做到人人时时事事处处育
人。在“五育”并举中贯穿“一懂两爱”，强化德
智体美劳教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持续加强马克
思主义学院建设，统筹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同向同行。深入开展袁隆平科学家精神学习研
究、传承弘扬和“博士团三下乡”等系列实践活
动。创新育人载体，打造了“湘农会讲”“县委书
记开讲啦”等育人品牌。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把校史写在校园，把校友变成教材，把校园
变成课堂，让每一名农大师生都可以在润物无声
的氛围中受到启迪、得到浸润、升华思想。

学校始终以立德树人、强农兴农为根本任
务，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局，持续深化人才培养
内涵建设，抓牢卓越农科人才和涉农人才培养，
开办了隆平实验班、春耘实验班、深蓝实验班等
创新实验班；获批教育部门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
42项，建成6个科教协同育人基地；“六求”素质
拓展活动教育推出一系列活动品牌教育项目。

目前，建成国家级别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2
个，省级研究生培养基地44个。“湖南凤凰猕猴桃
科技小院”等6个科技小院获教育部门、农业农村
部门和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联合立项建设。

学校不断优化专业结构，专业水平显著提
升。现有本科专业79个，入选国家级别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21个、省级19个。获评国家级别一流
本科课程16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84门。新增省
级“农学现代产业学院”与“园艺现代产业学
院”2个。近10年，毕业研究生取得学术成果共
计3600多项，发明专利、出版专著等成果15项。

学校积极构建“三点四面”精准就业指导服
务体系。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各项评价指标
多年位居省内前列，荣评“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
经验高校”“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建有
省级“双创”教育中心和基地34个。在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国家级别奖
项24个。在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中，获国家
级别奖项33个。研究生参与创新实践系列赛事获
省级以上竞赛奖励142项。

筑巢引凤 聚才引智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湖南农业大学牢固树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
地位，把政治过硬作为首要标准，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任务，把服务“三农”作为首要要求。以引
育并举为主线，以团队建设为重点，以深化改革
为动力，坚持以才识才、以才引才、以才育才、
以才聚才，坚持校内培养与校外引进一体化推
进，坚持以事业吸引人、以待遇稳住人、以感情
凝聚人、以服务感化人，培养造就了一支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
业化创新型师资队伍。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突破。现有中国工
程院院士4名，国家级别各类人才83人次，国家

教学名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模范教师、
全国优秀教师13人次。近10年来，新增全国杰出
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1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3个、农业农村部门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
创新团队2个、湖南省科技创新团队3个。

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师德师风建设
成效显著。近10年，专任教师规模从1203名增至
1694名，坚持以“德”为先，构建“思想铸魂、
典型树德、规则立德、多措并举、多方联动”的
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

“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组织举办全国师德先进个
人专题报告会、情境式理想信念教育等系列活
动，精心设计教师节庆祝大会、新进教师入职仪
式等活动，全面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
素养。

坚持引进与培养相结合，打造“神农学者”+
“神农名师”人才引育品牌。近10年，有243人全
职引进来校，其中特聘教授12名、青年英才231
名；139名教师列入了校内人才培养与支持计划，
其中“神农名师”2名、拔尖人才7名、“1515”
人才130名；1300余人次获得中青年教师能力提
升计划的资助。

教师成长环境持续优化。构建党委领导、部
门协同、学院主体的师资队伍建设工作机制，深
化教师评价、职称评审、岗位聘任与考核、绩效
分配与奖励等人事改革，开展联系服务人才“四
个一”活动。

攻坚克难 奋勇攀登
彰显科研创新实力

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创新工作坚持“四个面
向”，立足自身优势特色，充分发挥院士等领军人
才的引领集聚作用，大力推进“大学者、大团
队、大平台、大项目、大成果”一体化协同创
新，科技创新竞争力、影响力、贡献力不断提升。

岳麓山实验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执行《种业振兴行动方
案》，锚定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对标国家
实验室而进行建设。农大片区作为岳麓山实验室
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投资估算为14.99亿元，项目
分集聚区农大地块及浏阳实践基地两个部分进行
建设。建设岳麓山实验室，是学校抢占科技创新
平台制高点，推动学校全方位跨越式发展的历史
性机遇。

名誉校长袁隆平院士带领的水稻团队在水
稻种质创新与新品种选育、高效栽培及制种技
术等领域取得系列重要进展，审定水稻新品种
（组合） 100 余个，技术成果累计推广3亿多
亩。官春云院士领衔的油菜团队在“三高”（高
产、高含油量、高油酸含量）和特早熟油菜新品
种选育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育成的油菜新品种
成为长江流域主栽品种，推广面积1.5亿多亩；印
遇龙院士领衔的畜禽团队研发的生猪生态养殖关
键技术解决了肉品质量和养殖环境污染等方面的
关键问题，推动生猪养殖全产业链转型升级和持
续快速发展；邹学校院士领衔的蔬菜团队在辣椒
优异种质资源创制、育种技术创新、新品种培育
等方面取得系列创新性成果，引领了辣椒育种方
向，培育了世界栽培面积较大的系列辣椒品种；
刘仲华院士领衔的茶叶团队创立的黑茶加工理论
技术体系和茶叶功能成分绿色高效提制新技术体
系，为我国茶叶科技水平和茶产业提质增效与转

型升级作出了突出贡献。
葡萄团队研发的栽培技术将澧县打造成为

“南方吐鲁番”；柑橘团队研发的品种改良与栽培
技术保障了湖南省柑橘产业大省地位；中药材团
队打造了“湘九味”中药品牌；植物激素团队的
原位测定技术研发取得原创成果；植物保护团队
在主要作物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研发方面成效
显著；水产团队选育出系列优良性状的鱼鳖新品
系；动物医学团队在动物疫病防控、中兽药开发
等方面研究成果丰硕；农业资源与环境团队在面
源污染防控和耕地质量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生态循环农业团队研发
的稻虾生态种养技术支撑了湖南省小龙虾养殖大
省地位；农产品加工团队研发的大宗和特色农产
品加工与贮运关键技术助力湖南农业产业化发
展；农业机械装备团队研发的新型农机装备在南
方丘陵地区广泛应用；农业农村信息化团队在现
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技术融合创新方面取得系列进
展；风景园林艺术设计团队打造了一批颇具影响
的乡村振兴展示项目。

近10年来，新增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平台49
个，其中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1个、省部共
建“2011”协同创新中心2个、省级“2011”协同
创新中心1个、教育部门工程研究中心1个、农业
农村部门学科群专业性重点实验室2个、部省共建
重点实验室1个；牵头建设了畜禽、油菜、蔬菜、
茶树、中药材等5个种业创新中心。截至目前，共
建有国家级别科研平台9个（含共建）、省部级科
研平台86个。

学校共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195项，
其中主持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2项，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项、省杰出贡献奖1项、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28项；近3年连续获得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发表高水平论文4000余篇，实现第一作者单位在
《自然》《科学》等世界顶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社科科研成果质量不断提升，以第一单位发
表各类社科类科研论文5300余篇，其中共发表
SSCI、SCI、EI等收录论文95篇，实现了SCI一区
论文的新突破，发表CSSCI来源期刊论文695篇。
10年来，共主持获得省部级成果奖24项，其中获
得教育部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
社会科学）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青年成果奖
1项，实现了学校在该奖项零的突破；获得湖南省
社科优秀成果奖20项，其中获得一等奖3项，实
现了学校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奖项
零的突破；获得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三等奖1项，1人获评“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俯身大地 矢志为农
强化社会服务能力

湖南农业大学俯身大地，务“大国三农”之
本，崇“服务三农”之实，服务“三高四新”美
好蓝图，为湖南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湘农
方案和力量。

学校发挥院士团队引领作用，构建了“一个产
业集群、一个责任学科、一名首席专家、一支稳定
团队”的“四个一”工程科技服务模式，重点打造

“院士经济”。与浏阳市共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
行县，入选“百校联百县兴千村”计划，结对支持
浏阳市、花垣县。创建了4家新型研发机构。签订
校政校企横向项目合同（协议）2823个，选派

3000余名科技特派员、科技副县长、“三区”人才
投身田间地头，开展社会服务。连续10年选派驻村
工作队进行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定点支
持，帮扶的花垣县新科村、望高村和那光村全部实
现贫困户脱贫、整村出列，学校获评“湖南省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

学校于2012年跻身全国首批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试点建设单位，2022年当选“武陵山、罗霄山
和湘赣边区乡村振兴科教联盟”首任理事长单
位。建成了国家级别科技特派员创业培训基地、
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综合服务平台、国家
智能社会治理特色实验基地、全国科技小院培训
基地和“湖南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省级特色智
库、湖南省现代农业特色产业技术集成与示范平
台、1000个信息化建设基层示范站点。

近年来，学校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高，获授
权专利2150件、著作权800余件、审定（登记）
动植物新品种329个、植物新品种保护权117件，
实现国家知识产权部门软科学研究项目零的突
破；制定标准及技术规程300余项。开办了国家专
技高研、农技骨干等专题培训班，培训“三农”
人才10余万名；举办湖南省“三区”科技人才及
科技特派员培训100余期，培训本土科技人才1万
余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放眼世界 开拓创新
持续深化开放办学

湖南农业大学坚持高定位、高目标的工作准
则，依托特色资源、优势资源，开拓合作空间，扩
大合作交流，不断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模式。先后与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与政
府部门建立合作联系，与20余所国外高校开展长期
友好教育合作。对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
构，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获
批成立“科创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农林有机废
弃物综合利用专业科技创新院。以中非经贸博览会
为契机，学校与马里、马拉维等国开展产学研战略
合作，校企合作成立中国国际可可产业创新平台，
成为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研究基地，从技术、人
才、产业等方面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学校还是中美
大学农业推广联盟发起单位和“一带一路”/南南
合作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成员单位。

学校鼓励和支持师生赴国（境）外学习交
流，实行学生海外访学基金资助制度，持续推动
与世界一流大学开展人才联合培养，获批国家留
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专项、创新
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等公派留学项目。与国外多
所高校合作多学科、多层次的校际交流项目，拓
展教育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学校是湖南省较早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
获得教育部门批准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的
高校。以中外合作办学为平台，推动开展实质性
的师生互动交流，引进外籍专家来校授课每年70
余门次，选派教师赴国外合作大学学习30余人
次，600余名学生出国攻读硕、博士学位。

学校坚持提升层次和提高质量并重，依托优
势学科专业，创新国际化高端人才培养模式，建
设“留学湖南”特色品牌。深化校—政—企三方
合作，与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
等单位联动开展来华留学生招生、联合培养及就
业创业等工作。

百廿耕耘怀家国 扎根潇湘育英才

高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
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面向未
来，湖南农业大学的远景目标是：到
2035年，学校整体水平进入国内农业院
校前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
现代化，人才培养有鲜明特色，专业学
科有竞争优势，科研成果有重要影响，
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合作与交流水平
全面提升，力争1—2个学科成为具有重要
国际影响力的学科，2—4个学科成为国内
一流学科，服务农业农村发展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能力显著增强。到2050年，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之际，学校成为国
际知名、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大学，核心
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拥有一批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培养一大批具有
全球视野的创新创业人才，产出更多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粮食安全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作出更大贡献。

“十四五”将是学校赶超发展的关键时
期。湖南农业大学要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
标：人才培养质量更高，创新能力更强，
文明程度更高，校园环境更美，师生员工
生活品质更优，治理效能更佳，初步建成

“质量卓越、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高水
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办学综合实力在全国
农林院校中要力争大步提升，向国内一流
农业大学逐步靠近。

湖南农业大学将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
任，围绕一流农业大学目标，以新农科、新
工科、新文科建设为主要抓手，大力推进
教育教学改革”一条主线；聚焦“以学
科交叉协同和课程创新重构为核心举
措，实施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2.0，深
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设一流本科，
全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以‘四个
面向’为基本遵循，实施‘大学者、大
平台、大团队、大项目、大成果、大贡
献’一体化科技创新计划，建设高水平
学科体系，力争作物学、园艺学、畜牧
学等学科进入国内一流学科行列”的两
个重点；实现“教学科研上台阶、服务
地方树样板、办学实力大提升”三大目
标；致力“让农大更强大”的人才强校
工程、“让农大更高效”的治理现代化工
程、“让农大更温暖”的民心工程、“让农
大更美好”的文化工程的四项工程。进一
步凝聚全校改革发展共识，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人才
强校战略，打造高水平学科体系，增强创
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建
设文化校园，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
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用

“四个意识”导航、用“四个自信”强基、
用“两个维护”铸魂，汇聚全校师生员工
和广大校友的磅礴力量，踏实苦干，开启
搏浪奋进的新征程。

征途漫漫，大道不止。正如湖南农业
大学党委书记陈弘所言：“我们要自觉肩负
起时代赋予的战略使命，主动对接农业强
国建设的迫切需要，顺应新时代党的‘三
农’工作的现实要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任务，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培养出更多对

‘三农’有认知、有情怀、有担当的新型农
业人才，这是我们的新共识、新目标、新
使命。”全体农大人将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向着建设国内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不
懈奋斗，交出一份无愧于师生、无愧于历
史、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王健 庹炼 王薇薇）

深耕沃土植新绿
凝心聚力向未来


